
《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

13位ISBN编号：9787105058235

10位ISBN编号：7105058234

出版时间：2003-11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作者：曹兴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

内容概要

本书考察了僧泰关系两千多年的历史以及斯里兰卡的殖民时代的状况，跟踪考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
久的当代泰冲突。在剖析僧泰冲突历史及现实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僧关系
的原因、未来走向，进行较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论分析。

Page 2



《僧泰冲突与南亚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曹兴，1986年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硕士。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1994年至2003年，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所工作，1997年被评为副研究员。出版专著，合著十余部，发表文章近百篇，合著十余
部，发表文章近百篇，合计数量达到200多万字。《获取智慧的艺术》、《青年人类学》等专著荣获国
家级优秀国书奖。1995年参加中国第二次民族大调查，为《拉祜卷》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人类学、民
族学、法学、宗教学。学术追求：以“高山印止，景行行止，虽不参至，心向往之”为学术胸怀，以
科学实证与挖掘哲理的统一为学术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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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七回合，10世纪外国泰米尔人曾把该岛部分领土并入朱罗王国中。947—993年，南印度的另
外一支泰米尔人建立朱罗王国，征服了另一个泰米尔人王国粲底耶。朱罗人为了夺取王位登基宝物而
远征斯里兰卡，把其一部分并人朱罗帝国版图。958年，僧伽罗国王撤销泰米尔人雇佣军总司令，而这
时总司令正在边区镇压地方叛乱。结果泰米尔人雇佣军总司令停止镇压叛乱，掉头攻打国王。这期间
，外国泰米尔人的势力由弱转强。    第八回合，11世纪是僧泰冲突中泰米尔人占据上风的时代。1017
年，朱罗人与岛内泰米尔人联合攻克鲁呼纳，使兰巴建纳王朝彻底解体，泰米尔人从此统治该岛77年
。这期间，泰米尔人移民开始大规模迁人，在贾夫纳半岛和东北部沿海地区形成一个较大泰米尔人居
住地。1070年，僧伽罗人击败泰米尔人，收复首都阿努拉达普拉，统治全国。一直到1110—1111年，
没有南印度泰米尔人向该岛的大规模入侵。    第九回合，14至15世纪是僧泰南北对峙时期。约14世纪
，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在该岛北部建立贾夫纳王国，从此该岛就分成了两个不同民族居住的地区，僧泰
南北对峙的局面开始了。1335年，僧伽罗王朝分裂为西部沿海的罗依伽摩王国和中部山区的甘波罗王
国，与北方泰米尔人的贾夫纳王国相对，使该岛呈三国鼎立局面。1360年前后，北方泰米尔人在南方
僧伽罗人的地区取得经济特权长达10年之久。15世纪初，僧伽罗人在南方建立康提王朝后，多次击败
来自南印度的泰米尔人的入侵。1476年前后，贾夫纳的泰米尔人东山再起，使该岛又出现了僧泰南北
对峙状态。    僧泰两族在这1800年的冲突中，经过九大回合，虽然僧伽罗人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但
泰米尔人从印度南部向斯里兰卡逐渐渗透，最终于14世纪初、15世纪末两度与僧伽罗人形成南北对峙
的局面。僧伽罗人在这1800年的历史中始终未能占有全面的统治地位。    在这1800年问，僧泰冲突的
走势大致呈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公元前3世纪后至433年的七百多年间，是僧伽罗人占据绝对
统治优势的阶段。这时，不仅外国泰米尔人的势力还很小，国内的泰米尔人数也很少。从公元前103年
到公元前89年的几十年间，泰米尔人的势力有所增强，但也未能取得与僧伽罗人平分秋色的地步。    
第二阶段，433年至833年，是僧伽罗人的绝对优势开始动摇的时期。僧伽罗人面临来自内外泰米尔人
两方面的侵扰。一方面，外国泰米尔人开始走向强盛，对僧伽罗人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入侵，开始危
及僧伽罗人在斯里兰卡的统治，使僧伽罗王朝改朝换代。但在这期间，还没有动摇僧伽罗人在斯里兰
卡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国内王权内部的泰米尔人开始向王权渗透。北方泰米尔人向南方僧伽
罗王权统治提出挑战，迫使僧伽罗对国内泰米尔人采取绥靖怀柔的政策。    第三阶段，833年至1505年
期间，是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与僧伽罗人势均力敌的时期。在此期间，僧伽罗人的势力由强变弱，外
国泰米尔人势力由弱变强，所以泰米尔人对僧伽罗人的入侵加大了力度，并于10世纪把该岛部分领土
并人朱罗王国中。泰米尔人终于到11世纪占据上风，使兰巴建纳王朝彻底解体，并统治该岛77年。随
后泰米尔人移民开始大规模迁入，在贾夫纳半岛和东北部沿海地区形成一个较大泰米尔人居住地，
于14至15世纪取得僧泰南北对峙的局面。    16世纪，斯里兰卡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化而自然进入殖民
时代。                         第四章  殖民时代的“分而治之”                                 (1505一1948)    在殖民时代，由于
僧泰两族面临着共同的外来敌人(殖民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因此两族关系趋于缓和。    殖民
者入侵前，斯里兰卡处于四分五裂的国家局面，主要呈现三国鼎立的格局：北部是泰米尔人的贾夫纳
王国，南部高地是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南部低地是僧伽罗人的克特王国。    由于南北有一个难以通
行的天然屏障，泰米尔人王国和僧伽罗人王国之间很少联系。甚至在葡萄牙和荷兰人统治期间也未能
打破这种隔绝状态。18世纪英国占领了全岛并建立了中央集权之后。斯里兰卡才最终纳入同一政治体
系之中，从而斯里兰卡这个印度古典文明的边缘地区被卷入殖民时代。    殖民期间，位于斯里兰卡内
地的僧泰冲突关系趋缓，相反沿海地区却变成是非之地，僧伽罗人和摩尔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斯里兰卡
在此期间民族冲突的主要焦点。一、葡萄牙殖民时代    斯里兰卡的史学家门季斯把葡萄牙人在岛上殖
民统治分为三个时期，即1505年至1551年，1551年至1597年和1597年至1658年。    地理大发现，被西方
人称作是全球化时代的开始。确切地说，15世纪之后，由于西方人贪图东方的财富，开辟了航海热潮
。16世纪初期，葡萄牙成为一个强大的欧洲海上强国，在东半球占有优势。1510年，他们就占领了印
度半岛西南沿海地区，很快又控制了红海和波斯湾。1511年，他们又在马六甲半岛站稳脚跟。这意味
着葡萄牙人占据了印度洋上的战略要地，实际控制了西方人通往远东的海上通道。    早在1505年，葡
萄牙舰队便侵入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他们在朝马尔代夫群岛方向追赶海盗时，在印度洋遇到风浪
，被迫停靠在斯里兰卡西岸科伦坡港口。当地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葡萄牙人日后会成为自己的敌人，所
以对葡萄牙人十分友好，供给他们食物，还给他们各种帮助。尽管这样。葡萄牙人还是与康提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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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贸易通商条约。    签约后，他们返回印度，13年都没有再到斯里兰卡。当时，
葡萄牙人并没有估计到斯里兰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印度地区的果阿国王劝解他们：“我们认为，您
的主官邸应该设在那里(指斯里兰卡一一引者注)，因为您显然将处于全部发生事件的中心，您的到来
将给我们的力量和您的人员以极大的权威。”然而，当时斯里兰卡并未成为葡萄牙人关注的重点地区
。    1518年，由19只军舰组成的葡萄牙舰队，在科伦坡附近靠岸。他们运来建筑材料，还有700名装备
精良的士兵和建筑工人，迫使康提统治者同意修建要塞。从此。150年的葡萄牙通知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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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重点资助的课题。原来我本打算写10万字报告性的
成果交差了事。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有待深入开发研究的问题，如人类学的边缘性文化效
应问题，全球一体化与民族多元并存的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关系，民族的人性解读等一系列
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但却包含在)世界民族个案研究的范畴。之后，我决定把此书研究的水准定位
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仅把此书做成国内关于僧泰关系的第一本书，而且尽我所能做成资料容括最
全、多学科方法运用、理论挖掘深刻、以个案浓缩全局的一部学术专著。于是，我在本书作者简介中
提出如此学术追求：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学术胸怀，以科学实证与
挖掘哲理的和谐统一为学术动能。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付出了许多精力，为积累资料搜遍了国家图
书馆，为提炼出适度的理论观点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当然，本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在历经茫
茫书海的研究之后，对斯里兰卡僧泰冲突的前景还不能给出准确的预测，而把责任推给了历史的诸多
变量。尽管我付出了很多，但距离我的要求还差很远。    如果本书做出一些成就的话，那是与下面诸
多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所长郝时远先生启发我在南亚研究中可以斯里兰卡的僧泰冲突研究作为突破
口：世界民族研究专家葛公尚先生、朱伦先生为此书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南亚印度研究专家王树英
先生为本书也提出一些宝贵意见；在斯里兰卡生活工作过多年的斯里兰卡研究专家郑于中先生对原始
佛教所持有的某些高见，对我颇有启发；本书的责任编辑傅肇霞女士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使我颇受
感动。对此，奉上我的衷心谢意。                                                  曹兴                                            2003年6月16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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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籍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
2、刚看了开头，被同学拿走看了⋯⋯⋯⋯⋯⋯
3、宗教本来是用来劝善的，如果被政客利用，则成了冲突的源泉。这本书揭示了斯里兰卡民族冲突
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缓解冲突的有益的见解。是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必读书目。
4、老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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